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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新能源材料基地（一期）项目竣工（废气、废水等）环境保护 

验收会验收组意见 

2018 年 12 月 11 日，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在西安组织召开了《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新能源材料基地（一期）项目》竣工环境保护（废气、废水等）验收会，参加验收会议

的有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单位）、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设计单位）、四川爱德中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陕西晟达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竣工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太原核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环

评报告编制单位）单位的代表及专家共 15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与会代表对该工程配套建设的废气、废水等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

查，听取了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对工程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介绍和陕

西晟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核实了有关资料，

经认真讨论，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材料基地（一期）项目位于西安国家

民用航天产业基地航开路与航天东路十字西北角，总占地面积为 99855m
2（包括二期预

留地 13913 m
2），总建筑面积 31763.03 m

2；本项目一期工程投资 22541.23 万元，工艺

设备购置 15412.99 万元，总投资额为 37954.2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190 万元，占总投

资的 3.1%。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材料基地（一期）项目于 2016 年在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进行备案；于 2016 年 11 月委托太原核清环境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材料基地（一期）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

分局对《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材料基地（一期）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进行了批复。该项目为新建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开工建设，于 2018 年 7 月基

本建设完成；于 2018 年 9 月开始投入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实际投资 37954.22 万元，废气、废水等环保投资 1055.2 万元，占总投资 2.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仅对环评及其批复范围内的废气、废水等建设内容及其相应配套设施进行

验收监测。 

二、工程变动情况 

工程变动情况详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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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工程变动情况一览表 

名称 环评设计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排水 

生产废水属于
危险废物，交由陕
西新天地固体废物
综合处置有限公司

进行处置 

根据2018年8月21日西安市环保
局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分局关于陕
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新能源材料基地（一期）项
目环评报告中固体废物危险性鉴
定变更的审查意见及实际生产情
况，NMP废液（正极清洗液、NMP
冷凝回收系统冷凝液）、NMP废
气喷淋废水、三元动力电池负极
制浆清洗废水及电池清洗液属于
一般工业废水；高性能锂电池硅
碳复合负极材料生产工艺废水、
银纳米透明导电薄膜生产工艺废
水、实验室废水属于危险废物。
其中，NMP废液厂家回收，其余
一般工业废水和危废均交由陕西
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

司进行处置。 

NMP废液（正极清洗
液、NMP冷凝回收系
统冷凝液）、三元动
力电池负极制浆清
洗废水、NMP废气喷
淋废水及电池清洗
液属于一般工业废
水。高性能锂电池硅
碳复合负极材料生
产工艺废水、银纳米
透明导电薄膜生产
工艺废水、实验室废
水属于危险废物。
NMP废液交由厂家
回收，其余一般工业
废水和危废均交由
陕西新天地固体废
物综合处置有限公

司进行处置 

高性能锂电池
硅碳复合负极
材料中试生产
线乙醇废气 

蒸馏冷凝系统（回
收率 95%） 

蒸馏冷凝系统+活性炭吸附 

增加活性炭吸附处
理工艺，属于加强环
保措施，利于环境保

护 

高性能纳米流
体吸能材料中
试生产线有机

废气 

集气（收集效率
90%）+活性炭吸附
（净化效率90%）

+15m排气筒 

集气+活性炭+UV光氧化+15m排
气筒 

增加UV光氧化处理
工艺，属于加强环保
措施，利于环境保护 

千吨级聚烯烃
物化改性材料
生产线有机废

气 

集气（收集效率
90%）+活性炭吸附
（净化效率90%）

+15m排气筒 

集气+活性炭+UV光氧化+15m排
气筒 

其他 
500 m

3事故水池一
座、排污标志及警

示牌 

2000 m
3事故水池一座、排污标志

及警示牌 

增大事故水池容积，
可以增加事故水的
储存量，有利于确保

环境安全 

环评报告将生产废水划分为危险废物，根据2018年8月21日西安市环保局民用航天

产业基地分局关于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材料基地（一期）项目

环评报告中固体废物危险性鉴定变更的审查意见及企业废水实际产生情况，NMP废液

（正极清洗液、NMP冷凝回收系统冷凝液）、NMP废气喷淋废水、三元动力电池负极

制浆清洗废水、电池清洗废水（封口清洗）属于一般工业废水。高性能锂电池硅碳复合

负极材料生产工艺废水、银纳米透明导电薄膜生产工艺废水、实验室废水属于危险废物。

其中，NMP废液（正极清洗液、NMP冷凝回收系统冷凝液）交由厂家回收，其余一般

工业废水和危废均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变更后对环境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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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锂电池硅碳复合负极材料中试生产线乙醇废气，环评设计中采用蒸馏冷凝系

统处理，实际建设中采用蒸馏冷凝系统+活性炭吸附，增加活性炭吸附处理工艺，属于

加强环保措施，利于环境保护。 

高性能纳米流体吸能材料中试生产线有机废气和千吨级聚烯烃物化改性材料生产

线有机废气，环评设计中采用集气（收集效率90%）+活性炭吸附（净化效率90%）+15m

排气筒，实际建设中采用集气+活性炭+UV光氧化+15m排气筒，增加UV光氧化处理工

艺，属于加强环保措施，利于环境保护。 

环评设计中事故水池容积为500 m
3，实际建设中事故水池容积为2000 m

3，增大事故

水池容积，可以增加事故水的储存量，有利于确保环境安全。 

整体表明，变更内容不属于重大变更，变动内容可纳入本次验收。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清净下水。 

（1）生产废水 

①三元动力电池试验生产线产生的废水 

该工艺过程中废水主要来源于正极浆料工序清洗废水（NMP废液）、负极清洗废水、

NMP废气冷凝喷淋系统的喷淋废水、冷凝液（NMP废液）以及电池清洗废水。原环评

中定义含有NMP的废液和电池负极制浆清洗废水为危险废物，根据2018年8月21日西安

市环保局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分局关于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材

料基地（一期）项目环评报告中固体废物危险性鉴定变更的审查意见（附件8）得知，

NMP废液及电池负极制浆清洗废水属于一般工业废液。因此，根据现场调查，NMP废

液（正极浆料工序清洗废水、NMP喷淋回收系统冷凝液）由厂家回收，三元动力电池试

验生产线负极制浆清洗废水、NMP废气喷淋废水及电池清洗废水属于一般工业废水，该

废水回收至废水收集池中，定期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理有限公司处置。 

②高性能锂电池硅碳复合负极材料生产工艺产生的废水 

 该工艺过程中废水主要来源于设备清洗废水，废水中的污染物质主要有少量的乙

醇，其次为各种石墨、沥青的残渣，废水收集到废水收集池中，定期交由陕西新天地固

体废物综合处理有限公司处置。 

③银纳米线透明导电薄膜生产工艺产生的废水 

该工艺过程中废水主要来源于设备清洗废水。产生的废水集中收集到废液桶（25L）

中，定期交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理有限公司处置。 

④分析实验室废水 

项目分析实验废水为间断排放，废水主要含废酸、碱、有机液，于小桶（25L）中

临时收集，定期交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理有限公司处置。 

（2）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职工生活用水，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后

进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西安市第九污水处理厂。主要污染因子为：化学需氧量、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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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动植物油类； 

（3）清净下水：项目的多个产品均需要去离子水，去离子水装置产生的废水主要

为浓水，浓水为清洁下水；其次锅炉排水也为清洁下水，清洁下水一般污染物较少，主

要为盐类，本项目中用于厂区绿化及抑尘。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废气、锅炉废气、实验室废气、油烟废气。 

（1）生产废气 

①三元动力电池试验生产线（有机废气） 

正极电极制作过程中加入的 NMP（N-甲基吡咯烷酮）在高温下产生有机废气，整

个涂布工序封闭，且涂布机的排气口与冷凝系统通过密闭的管道相连，NMP 废气全部

收集到冷凝系统中，经冷凝后，剩余气体进入三级喷淋吸收塔中，经过净化后通过 15m

的排气筒排放。主要污染因子为：非甲烷总烃。 

②高性能锂电池硅碳复合负极材料生产工艺（有机废气、粉尘） 

项目高性能锂电池复合负极材料工艺过程中有乙醇废气的产生，采用蒸馏冷凝+活

性炭的方式对乙醇进行回收利用。主要污染因子为：非甲烷总烃。 

项目的产品经过破碎和分级后形成不同规则的产品，在此过程中，会产生粉尘，项

目产生的粉尘经过集气+袋式除尘吸附的方式处理，处理后经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 

③银纳米线透明导电薄膜生产工艺（有机废气） 

本工艺产生废气的环节主要为涂覆、紫外线固化及干燥过程产生的乙醇废气。项目

中采用“集气+活性炭吸附”的净化方式，处理后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主要污染因子

为：非甲烷总烃。 

④高性能纳米流体吸能材料生产（有机废气） 

该工艺中，产生废气的主要环节为在生产封装材料时PVC、PP注塑过程中产生的有

机废气，通过螺杆挤出机上部的集气罩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UV光解装置吸收处

理，最终通过设置在厂房外的15m排气筒高空排放。主要污染因子为：非甲烷总烃。 

⑤千吨级聚烯烃物化改性材料生产工艺（有机废气） 

PVC（PVC合金专用料）和PP、PE（高熔体强度聚丙烯）在温度100℃以上分解产

生的有机废气，通过螺杆挤出机上部的集气罩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UV光解装置吸

收处理，最终通过设置在厂房外的 15m排气筒高空排放。主要污染因子为：非甲烷总烃。 

（2）锅炉废气 

项目设置2台4t/h燃气蒸汽锅炉，两台锅炉交换使用，燃烧废气分别通过9米排气筒

高空排放。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3）实验室废气 

实验室产生的废气经化学过滤机PSA604设备处理后经过25米高排气筒排放，主要

污染因子为：盐酸雾、非甲烷总烃。 

（4）油烟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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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设置职工食堂一座，食堂使用的燃料主要为天然气，属清洁能源。食堂共设6

个灶头，产生的油烟经过YJ-FH-30A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20米高排气排放。主要污染

因子：饮食业油烟。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污水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污水处理站出口连续两天监测结果均符合 DB 61/224-2011《黄河流

域（陕西段）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2 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二级标准和 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4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三级标准。 

2、废气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银纳米线透明导电薄膜工艺处理设施出口、高性能锂电池生产线有

机废气出口、NMP 废气喷淋设施出口、聚烯烃物化改性材料中试装置线、高性能纳米

流体吸能材料生产线非甲烷总烃连续两天监测结果均符合 GB 30484-2013《电池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表 5 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同时满足 DB 61/T 1061-2017《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表 1 有组织排放限值电子产品制造。 

高性能锂电池生产线颗粒物机械破碎排气筒出口及高性能锂电池生产线颗粒物气

流破碎排气筒出口颗粒物连续两天监测结果均符合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表 2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实验室北区、南区处理设施出口盐酸雾、非甲烷总烃连续两天监测结果均符合 GB 

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 2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油烟净化设施排气筒监测预留口监测结果符合（GB 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

标准(试行)》饮食业单位的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2.0mg/m³）。同时处理效率满足（GB 

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大型处理效率的要求。 

1#锅炉、2#锅炉连续两天监测结果均符合 GB 13271-201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表 3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氮氧化物满足市环发(2017)114 号低氮要求。 

3、污染物排放总量 

化学需氧量年排放量为 1.8 吨/年，氨氮年排放量为 0.15 吨/年；根据现场调查得知，

银纳米线透明导电薄膜工艺、高性能锂电池硅碳复合负极材料生产线、三元动力电池试

验生产线、聚烯烃物化改性材料中试装置线、高性能纳米流体吸能材料生产线每年运行

300 天，非甲烷总烃年排放量为 1.885 吨/年；本项目中两台燃气锅炉，锅炉为 1 用 1 备，

每天 24 小时运行，年运行时间 300 天，每台锅炉按 200 天计算，颗粒物年排放量为＜

0.814 吨/年，二氧化硫年排放量为＜0.182 吨/年，氮氧化物年排放量为 1.09 吨/年。 

五、环境管理检查 

该项目生产运营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已按设计要求完成，并投入使用。各主要环

保设施基本能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步投入运行，各设备运行情况良好，达到设计要求，设

施运行管理基本规范，基本满足“三同时”制度要求。本项目参建单位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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